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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元代以来我国省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总结其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对当
前我国省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其弊端及其深层问题，并结合国外政区体制及其演变的经验，
提出未来我国省制改革的两个维度：一是在管理现代化推动下的层次幅度约化在造，即适当划小省区
，减少省下政区的层次；二是依法治国理念以及在法制化进程推动下的府际关系的再造，特别是中央
地方关系的重组。
最后，分析我国省制改革的制约性因素，并提出改革的配套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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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动态结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一般规律。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关系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变化
和发展，上层建筑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从本质上讲，行政区划属上层建筑，是国体、政体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地方政府的各级行政管理体
制、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都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
行政区划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对国家行政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区划
设置、安排，对区域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
　　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区划制度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既具有变化发展的特性，又具有相对
稳定的属性，也就是说，它既要随着国体和政体的变化而变化，又必然会保持自身发展变化的连续性
和继承性。
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调整和变革
，行政区划体制的变迁往往是政治体制、政府机构调整改革的表现。
政治体制、政府机构实施的调整，是政府活力的表现，也是保持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这种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哪一个时期调整得快一点，整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就会快一点。
①　　回顾行政区划的演变和发展，古代的行政区划因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行政区划的原则比较单纯
，模式比较单一。
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变革，行政区划各要素的内容、结构体系和形式都
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生产力与过去发生历史时期相比有极大提高，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由于历史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行政区划体制具有典型的中央高度集权特征，加之长期的短缺
经济，使得政府职能无所不包，形成了行政区划层级多、管辖幅度小的特点。
相应的，在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下，行政区划体制必然随之发生相应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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